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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筝演奏风格特点

费 夏

一、古筝起源

（一）古筝简介

古筝和古琴一样是我国“正宗”的民族传统乐器，远至古代两千五百多年前

的春秋战国时期。它既善于表现优美抒情的曲调，又能够抒发气势磅礴的乐章。

古筝现在的学习人数多达 20 多万，仅次于学习钢琴的人数。古筝不仅音色美，

而且具备美学上几个原则点（雁柱）、线（绿色或红色白色的琴弦）、面（面板）。

筝，通常人们又把它叫做古筝。这恐怕与它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浓郁的民族特

色，以及丰富的传统筝曲给人们留下的古朴雅致的情趣有关。在古代，筝还被称

为秦筝、瑶筝、银筝、云筝、素筝等。筝在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于秦国尤盛，

故又名秦筝。中国古筝是一件极具中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音色优美、长于表

达深沉广博音乐感情的乐器。自秦、汉以来，古筝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

国各地，并与当地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

的流派。

（二）古筝流派

现今中国古筝的各个流派主要有以“五大流派”：北派（河南筝、山东筝）

南派（潮州筝、客家筝）、江南地带的浙江筝派。传统的山东筝派、河南筝派、

浙江筝派、潮州筝派和客家筝派在中国民间流传较为广泛，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有些流派由于地域或语言的相近，在音乐上的交流比较频繁。它们之间相互影响，

却又独立存在，有同有异，自成各具风格的流派。到了现代，流派的区别已经很

小了，几乎每个大家都兼具各家之长。

二、浙江筝

浙江筝派流行在杭州一带。即武林筝，流行在杭州一带。与江南丝竹有着密

切的联系，听起来清晰淡雅，其乐曲以移植琵琶曲为多，抒情性，戏剧性很强。

演奏时，传统浙江筝派左手的揉、吟、滑、按技法较简单，只是对旋律做一些修

饰，演奏时恰到好处，并不夸张。其代表人物有王巽之、项斯华、范上娥等。代

表曲目有《高山流水》、《将军令》等。

三、发展浙江筝的主要作家

项斯华：中国筝演奏家，教育家，原籍上海。早年习钢琴，1956 年，入上

海音乐学院附中，专修钢琴。饮誉中国乐坛、蜚声海内外的当代中国筝乐大师项

斯华，1940 年生于上海，後师承浙江筝名家王巽之，又从曹正、郭鹰学习其它

流派筝乐，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在校期间，首次尝试双筝演奏，初

露锋芒，深获好评。

王巽之(1899 年 1 月一 1972 年 11 月)：浙江杭州市人。原名王其昌，又名

王昌，别号逊之。其父为前清秀才，擅长书画。因幼年丧父，家无恒产，依靠做

家庭教师和卖画为生。王巽之为他的次子，自幼随其学习文墨。王巽之 14 岁时

才读家塾进入两浙鹾务小学读书，17 岁毕业后进甲种工业学校读书二年。29 岁

进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选科学习半年。

范尚娥：古筝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1966 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中

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范上娥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王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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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正、郭鹰等，学习了各地著名流派的古筝曲。在工作期间录制了大量的影视音

乐并担任独奏。她六次出访欧洲、亚洲、美洲等十多个国家、由她演奏的《红旗

渠水到俺村》、《梅花三弄》及古筝曲《汨罗江幻想曲》制成唱片、磁带发行，1983

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了《范上娥古筝独奏》专辑。1987 年人民音乐出版

社出版了她编写的《郭鹰演奏的潮州筝曲选》。1986 年在《中国音乐》杂志上发

表论文《古筝演奏中的音色问题》。

四、浙江筝重要代表曲目简介

高山流水《流水》充分运用“泛音、滚、拂、绰、注、上、下”等指法，描

绘了流水的各种动态，抒发了志在流水，智者乐水之意。流水：古琴曲，乐曲充

分运用“泛音、滚、拂、绰、注、上、下”等指法，描绘了流水的各种动态。第

一段：引子部分。旋律在宽广音域内不断跳跃和变换音区，虚微的移指换音与实

音相间，旋律时隐时现。犹见高山之巅，云雾缭绕，飘忽不定。第二、三段：清

澈的泛音，活泼的节奏，犹如“淙淙铮铮，幽间之寒流；清清冷冷，松根之细流。”

息心静听，愉悦之情尤然而生。第三段是二段的移高八度重复，它省略了二段的

尾部。第四、五段：如歌的旋律，“其韵扬扬悠悠，俨若行云流水。”第六段：先

是跌岩起伏的旋律，大幅度的上、下滑音。接着连续的“猛滚、慢拂”作流水声，

并在其上方又奏出一个递升递降的音调，两者巧妙的结合，真似“极腾沸澎湃之

观，具蛟龙怒吼之象。息心静听，宛然坐危舟过巫峡，目眩神移，惊心动魄，几

疑此身已在群山奔赴，万壑争流之际矣。”（见清刊本《琴学丛书·流水》之后记，

1910 年）第七段：在高音区连珠式的泛音群，先降后升，音势大减，恰如“轻

舟已过，势就倘佯，时而余波激石，时而旋洑微沤。”（《琴学丛交·流水》后记）

第八段：变化再现了前面如歌的旋律，并加入了新音乐材料。稍快而有力的琴声，

音乐充满着热情。段末流水之声复起，令人回味。第九段：颂歌般的旋律由低向

上引发，富于激情。段末再次出现第四段中的种子材料，最后结束在宫音上。八、

九两段属古琴曲结构中的“复起”部分。尾声情越的泛音，使人们沉浸于“洋洋

乎，诚古调之希声者乎”之思绪中。将军令浙江筝艺派的大指摇，则能产生点密

均匀的效果，最易于表现浙江筝曲的旋律歌唱性。筝曲《将军令》的演奏方法就

运用了在一根弦上摇指(拇指长摇) 这一特技，使全曲具备合奏的特有气势，有

较好的表现效果，此曲开始部分，用大段快速，均匀、细密而有力的摇指技巧演

奏，出音饱满结实，音头带有爆发力并且重音清楚，在左右手轻重、快慢配合下，

使人感受到好似号角轰鸣的吹打声，使音乐故事在绘声绘色中展开。

乐曲表现古代将军升帐时的威严庄重、出征时的矫健轻捷、战斗时的激烈紧

张。共分四段：散板、慢板、快板和急板。散板引子：琴声模拟古代战争作战前

擂鼓三通，强而有力的鼓点节奏，由慢而快，阵阵频催，渲染了战斗即将开始的

紧张气氛。慢板段，庄严稳重的旋律，采用“句句双”式地重复技法，并用左手

琴竹"弹轮"技法奏出颇有力度的轮音，加之常出现低八度音的衬托，更显示出旋

律所蕴藏的内在力量，恰似将军升帐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情状。快板段是第二段的

变奏，主要采用快速的十六分音符节奏，拍子中的强音位置（每拍的第一、三音）

常用重捶子扣击琴弦以加强力度，表现将士们浩浩荡荡，雄姿勃勃的情景。急板，

用板式变奏的技法将第二段旋律成倍紧缩，变 4／4拍为 2／4 拍，连续不断的

十六分音符节奏，使旋律无停顿地进行，气势剧烈紧迫。 扬琴在击弦后余音很

长，这样，前面旋律余音与后面击发的乐音混相交响，音响宏大，振奋人心，具

有强烈的音乐效果。

五、浙江筝演奏风格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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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浙江筝只有十五弦，身长 1．1 米左右，面板、背板为桐木，筝尾稍

向下倾斜，调弦定音为五声音阶 5 6123 5 612 3 56123；放在桌上坐势（或立

势）弹奏。演奏时右手大指、食指、中指各戴牛角（或玳瑁）制成的甲片，现在

则有所改变，筝的共鸣箱的长度增至 1．65 米左右。后岳山改为 S型，弦数增至

为 21 根（音域扩展成四个八度，音程由大字组 D—小字三组 d3）；弦的质地由丝

弦改为钢丝外缠尼龙丝的粗细不同的系列筝弦。弹奏时戴的甲片由皮套固定改为

胶布固定。甲片多用玳瑁制成。演奏特点有“大指摇”、“快四点”、“夹弹”、“提

弦”等技法，并借鉴、学习、融汇了琵琶、三弦、扬琴乃至西洋乐器的演奏技法。

严格来说，这是在其他流派的传统筝曲中所没有的，因为在其他流派所称的

“摇指”或“轮指”实际上都是以大指作比较快速的“托”、“劈”，而浙江筝的

“摇指’则显示了它自身的特点而有别于其他流派。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将军令》

和《月儿高》这两首浙江筝曲中看到，前者以“摇指”模拟了号角声声的长啸；

后者则以“摇指”表现了连绵不断的歌声。浙江筝曲和江南丝竹有着密切的联系，

曲目有许多是相同的。江南丝竹明朗、细腻、绮丽、幽雅，在浙江筝曲中，像《云

庆》、《四合如意》等比较多的保留了江南丝竹音乐早期的形态，有清香的泥土气

息，四点手法的运用也不少，它以明朗的音色和轻快的节奏，速写了一幅幅江南

水乡的民俗画。浙江筝曲和过去流行的一种说唱音乐“杭州滩簧”有深厚的血缘

关系。杭州滩簧有慢板、快板和烈板三种基本唱腔，筝作为伴奏乐器在其中加花

伴奏，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四点’”演奏手法，从技巧的角度来看，在其他

流派的筝乐中也有所采用，但不像浙江筝用得突出，明显的形成了一种演奏上的

特点，并有了专称。“四点’”手法在浙江筝中的运用经常给人以活泼明快的感觉，

在现代创作的一些筝曲中，也常采用这一手法。

六、尾声

虽然，中国古筝各流派的形成与流传地域、历史、传人、乐谱、技法、曲目

及风格等诸多因素有关，但是，从演奏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流派的流传和发展

都和传人富有个性的演奏有极大的关系。在同一个流派中，同一首乐曲往往会有

许多名家演奏的不同版本。这里显示了传人不同的传承背景，也表现了传人各自

的演奏特点和对乐曲艺术见解的不同认识与理解。传人们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广采众长，并依据各地方言和习俗，融汇了各地民间说唱和器乐音乐，并经过长

期的演奏实践，创造、发展，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


